
副刊副刊 2024年 8月 1日 星期四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碧水荡漾、绿意盎然、阡陌稻田、古

树老宅……浙江乡村，相同的是绿水青

山，不同的是文化风景。怎样助力乡村

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裕，满足乡村群众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今年 5 月，浙江首批 100 名省级文

化特派员陆续入驻浙江乡村，服务指导

乡村基层文化建设。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 48 岁，最小的 26 岁，既有高校老师、

媒体记者，也有文艺工作者、城乡规划

师等，涵盖教育、艺术、设计、管理等多

个领域。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服务周

期为 2 年，将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

内，重点指导 1 个行政村，结对 1 家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

当文化特派员与广袤的乡野相遇、

与淳朴的村民相逢，能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两个多月来，文化特派员做得怎

样？群众怎么想？让我们一探究竟。

抓住特色，带来
好点子和新颖设计

“一个精准的文化定位，一种高效

的产业聚集模式，一种全景的沉浸式文

化 体 验 ，一 个 鲜 明 的 文 创 产 品 系 列

……”7 月 12 日下午，衢州市柯城区沙

湾村的农村文化礼堂，浙江传媒学院副

教授方腾向村民们介绍经过两个月调

研后对沙湾村的设想。她的另一个身

份，是沙湾村的省级文化特派员。5 月

上旬，方腾带领浙江传媒学院的师生团

队，开启了一次将“文章”写在广袤乡野

的实践。

沙湾村位于衢州诗画风光带的核

心区域，区位优势独特，是北宋御史赵

抃的故乡。《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

其刚正不阿的品性广为人知。在方腾

看 来 ，沙 湾 村 有 赵 抃 文 化 这 张“ 金 名

片”，有传承南孔文化、廉政文化的好土

壤，但是在产品线丰富、多元化体验上

还有提升空间。“我会尽自己所能，为村

庄文化项目建设、文化氛围营造、文化

元素打造多出好点子。”方腾干劲十足。

“方老师常过来，和我们聊店铺经

营、聊村子的发展。”沙湾村村民一直关

注着这群突然“冒”出来的人。

在村民们的印象里，一大早，就能

看到方腾团队提着电脑匆匆赶来。下

午，看到他们顶着太阳在村里四处采

风。深夜，村办公楼里他们的办公室总

是亮堂堂。“文化特派员为沙湾村带来

了新颖的文化定位和品牌设计。”沙湾

村党支部书记徐新虎将文化特派员团

队的认真和严谨看在眼里，他期待这群

年轻人能唤醒沙湾村沉睡的文化资源。

如今，方腾团队已经在赵抃 IP 打

造、文创产品开发、研学体验提升等方

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沙湾村设计的晴

雨伞、笔记本、徽章等文创产品也在 10
余次修改后即将定稿。“看着用心浇灌

的产品得到认可，那种自豪感让我们觉

得所有的辛苦都没白费。”方腾的学生

周轩宇满是骄傲地说。

除了摸清沙湾村的“家底”，方腾团

队还沿着柯城区的“文化地图”，细致做

起了功课：在沟溪乡余东村，农民画串

联起集创作、欣赏、展示、销售、衍生品

开发于一体的产业链闭环；在石梁镇麻

蓬村，随处可见的武侠文化元素点亮了

旅 游 与 全 民 共 富 协 调 并 进 的 新 路 子

……“不同村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好做法让我

们眼前一亮，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方

腾说，通过打造文化 IP，可以让村庄在

产业发展中生机涌动。

通过调研摸清村
庄文化家底，了解村
民需求

“我能为乡村文化做些什么？”这是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设计艺术系

副主任李承华成为省级文化特派员后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李承华长期从事农业与乡村品牌设

计工作，指导设计过多个相关品牌。5月

上旬，他带着课题组入驻杭州市富阳区

洞桥镇文村，走村入户发放问卷、开展访

谈、深入调研，了解村民们的需求。

5 月 23 日下午，李承华邀请浙江大

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副馆长王利剑，在

洞桥镇作了一场“美美与共：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宣讲。

为什么选择“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作为首场宣讲活动的内容？

“通过调研，我发现文村不仅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具匠心的民居

建筑，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待挖掘。”

在李承华看来，把国家级文化工程在最

接地气的乡村文化礼堂里呈现出来，让

中 国 经 典 绘 画“ 从 文 村 出 发 ”别 具 意

义。参与宣讲活动的镇村干部，也看到

了脚下这片土地的“潜质”。“这次活动

让我们看到家乡的文化价值，更坚定了

我们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的决心。”文村

村党总支委员朱逸超说。

村民们对文化的期待和渴望，给李

承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 从 镇 里 到 村 里 ，从 干 部 到 走 访

的 每 一 名 村 民 ，都 是 无 话 不 谈 ，很 支

持 我 们 的 工 作 。”李 承 华 说 ，“ 只 有 摸

清文村的文化家底，把藏在日常生活

中 的 文 化 瑰 宝 、文 化 人 才 挖 掘 出 来 ，

才 能 为 后 续‘ 文 润 文 村 ’品 牌 项 目 的

落地打下基础。”

在李承华看来，不仅“送文化”，更

要“种文化”，培育出属于文村自己的文

化品牌，让每名村民都能在文化的滋养

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和李承华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来

自浙江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的姜

磊。作为省级文化特派员，他被派到了

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南岱村。

南岱村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建筑繁

多，是国家级传统村落，但受交通不便

等因素影响，该村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

挖掘。

近年来，叶村乡政府积极打造国

家传统村落家园“艺术部落”，南岱村

也尝试建立艺术资源与乡村发展互通

互促的模式，已建成一处“南岱问山”

写生基地，为“艺术乡建”的推进打下

了较好基础。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姜磊发现南

岱村老屋空置率较高，修缮维护负担较

重，村容村貌缺少亮点景观，乡村产业

尚未形成规模。“希望通过招募艺术家

进村采风、写生，开展美育课堂、展览展

示等活动，提升乡村的颜值。”姜磊期待

借助艺术的力量让南岱村活起来。

找到突破，实现
考古资源向文化资源
的有效转化

“文化特派员制度让我多了个做事

的身份，非常高兴。”见到衢州市衢江区

云溪乡孟姜村文化特派员张森时，他古

铜色的皮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与其他文化特派员相比，张森可谓

派驻村的“老村民”。1992年出生的他，

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

作站站长。这是张森在衢江考古现场

的第五个年头，一年里 300 多天埋头在

考古工地，正因如此，他的皮肤比普通

人黑了不少。

2022 年，张森完成了衢江西周土

墩墓群的考古，为历史久远的姑蔑国的

存在找到有力证据。与大众分享考古

成果，他总是乐此不疲：在土墩墓群及

城址考古现场、展示馆的接待讲解已不

下百次，作为浙江省首批“考古小学堂”

导师参与了多次面向中小学生的考古

研学游活动……

今年 5 月，张森入选浙江省首批文

化特派员。“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儿，忙

碌又快乐着。”张森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调查走访期间，我发现村民对近在咫尺

的考古工作仍是不了解的，大家都知道

身边有个“挖宝贝”的考古队，但是对

“文化宝贝”在哪儿挖的、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意义还一知半解。

这种“一知半解”，成了张森工作的

突破口。现在，张森正着手准备姑蔑文

化的教育推广工作。他和同事们正开

展针对村民的姑蔑考古知识培训，希望

通过培养一批了解当地姑蔑文化以及

考古经历的导游、讲解员等，提高村民

的就业技能。

鼓励村民参与考古资源的保护利

用，在张森看来同样重要。为此，张森

与云溪乡中心小学等当地学校对接，开

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姑蔑文化校本课

程和教材，将姑蔑考古知识纳入学校教

育体系。

在孟姜村，姑蔑博物馆正有条不紊

地建设。“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优化展陈

体验，建立考古数据库和在线平台，将

考古资料数字化，方便公众查询和研

究。”张森对博物馆建设也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通过多部门多领域的协同合作、

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要努力实现考

古资源向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在张

森看来，文化特派员重任在肩。

两年的服务期，才过去两个多月。

文化特派员在基层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文化特派员这个“大家庭”仍在不

断充实。浙江省各市、县（市、区）也完

成了两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当前

省、市、县（市、区）三级已有 1500 多名

文化特派员扎根在乡村大地上，也吸引

着更多优秀文化人才加入进来，为乡村

建设注入文化活力，与农民群众一起，

写好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

◀文化特派员调研杭州市富阳区

洞桥镇文村民居建筑。 潘倩怡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浙江首批文化特派员深入乡村一线，与农民群众一起—

共绘乡村文化新图景
李中文 刘军国

电影《解密》与观众见面了，作家麦

家说：“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还想看

第三遍。”

小说《解密》与《暗算》《风声》合称

“三部曲”，为作家麦家贴上谍战叙事的

“标签”。《解密》写了 11 年，被翻译成 30
多个语种，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发 行 。 麦 家 的 小 说 曾 被 改 编 为 4 部 电

影、8 部电视剧，一次次在银幕和荧屏掀

起谍战浪潮。在《暗算》《风声》拥有多个

影视改编版本之后，如何将《解密》成功

改编为电影，一直备受关注。从小说到

电 影 ，叙 事 变 化 中 蕴 藏 了 哪 些 艺 术 密

码？文学携手影视，如何开拓新的艺术

空间、抵达新的艺术高度？日前，记者为

此专访了麦家。

从获得版权到上映只
用了两年，改编从“想而不
成”到“水到渠成”，电影工
业是打开《解密》这扇门的
钥匙

《解密》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也 是 他“ 人 生 中 的 一 块 磨 刀 石 ”。 从

1991 年落笔，到 2002 年小说出版，再到

2024 年电影上映，兜兜转转 30 多年。

主题思想的世界性、题材内容的稀

缺性和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赋予这部小

说“异质”的光芒。电影改编的版权几经

辗转，从国内到国外，从名导到新人，不

下 6 位导演想要将《解密》搬上银幕，却

始终“想而不成”。

电影《解密》讲述了数学奇才容金珍

成长为破译密码的专家、在隐蔽战线奋

战一生的故事。麦家曾做过职业编剧，

深知改编的难点：“小说与电影的距离非

常远，关键在于如何走进容金珍这个人

物的意识世界。”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容金珍用一生

破译的密码都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紫

密”“黑密”的具体密码，更深一层是人心

的密码。“数学和密码结合在一起，不但

抽象而且深奥。故事的内核不是讲述如

何破译数学的密码，而是关于人心的破

译。”麦家分析。

表现破译的技巧、表现破译与梦境

的关系，是小说的独特之处。小说可以

通过比喻，为读者建构想象空间。比如，

讲到容金珍破译“紫密”，小说可以比喻

为在 1万扇门中去寻找那个独特的门，破

译密码的过程就是反复打磨那把开门的

钥匙。容金珍的破译灵感是通过做梦获

得的。而对于影像呈现，这些都是难点。

电影《解密》全程 IMAX 特制拍摄，

“梦境”交叠，倒转现实，建构天马行空的

想象空间。十个梦境是人物思维能力的

绽放，也是戏剧张力和情感张力的迸发，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麦家看来，十

个梦境是十个关卡，每一段梦境都是创

作者给自己出的难题，也是对电影工业

的考验，失之毫厘则可能差之千里。片

中有一个关于红色沙滩的梦，从制作到

拍摄全程用了 90 天。剧组搭建了 5000
平方米的大棚，用几十吨沙子铺成 2000
平方米的人造沙滩。巨大的灯阵营造海

边日落的逼真氛围，造浪机不断造浪，沙

子跟浪交互、光与浪交互，色彩、光影交

叠出亦真亦幻的电影质感。

从科幻片《流浪地球》到战争片《长津

湖》再到神话史诗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

云》，近年来，每一种电影类型的拓展，都

提升了技术实现艺术想象的能力，建立起

更完整、科学的工业化流程，点点滴滴中

汇聚中国电影工业的进步。麦家说，电影

《解密》从获得版权到上映只用了两年，改

编从“想而不成”到“水到渠成”，电影工业

是打开《解密》这扇门的钥匙。

电影《解密》力图开
辟一个新的领域，给中国
电影注入新的样态、新的
概念

“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

视，越要接受更多‘伤害’。道理很简单，

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

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表达不了，而刻意

向影视靠拢的小说，到后来则多半没有

影视缘。”多年前，麦家曾谈到影视与文

学的关系。

现在，他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对从小

说到电影的转化又有了新的思考。他认

为，小说和电影都是一门手艺。小说的

手艺体现在语言，华丽也好，古典也罢，

语言是通往叙事的桥梁。小说擅长描写

心理，上天入地，虚实莫辨，一切都能变

得可见可闻、可感可知。电影则表现在

视听，情节铺陈不能像晒谷子，台词必须

凝练，谋篇布局、精雕细刻都讲究“分寸

感”。从小说到电影，语言的魅力无处释

放，小说的优势便成了电影沉重的“包

袱”。从世界电影史的角度看，像《飘》

《肖申克的救赎》这样从优秀小说到优秀

电影的案例，也是凤毛麟角。

将 20 余万字的小说浓缩为两个多

小时的电影，必然要对原著有所取舍。

熟悉小说的读者会发现，电影大幅度改

写了容金珍的命运归宿。这是否对原著

造成“伤害”？

小说中，容金珍的命运因为丢失记

录梦境的笔记本而画上终点。得到这

个笔记本的解密者，就如同得到了容金

珍的大脑，在对“黑密”的思考中，他悟

到强与弱的辩证关系，最终发现“黑密”

不过是一扇虚掩的门。“坦率讲，电影要

表达这些太过复杂。”麦家认为，电影的

结尾强化了容金珍的情感世界，刻画出

一个知恩图报的容金珍，将他的家国情

怀、师生情谊呈现得更外化更浪漫，为

容 金 珍 的 精 神 世 界 注 入 情 感 的 力 量 。

“ 电 影 结 尾 需 要 把 观 众 的 情 绪 彻 底 点

燃，这是媒介特性所决定的。”

小说《解密》在海外广为传播，其世

界性被国内外出版机构和学者专家认

同。曾有世界知名媒体评价，麦家在作

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不仅是关于中

国的，也是关于世界的。麦家说：“《解

密》不同于以往的类型电影，它力图开辟

一个新的领域，要给中国电影注入新的

样态、新的概念，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塑

造崭新的形象。”

从小说到电影，叙事艺术的密码是

什么？那便是对真善美的一致追求。麦

家说，真，是第一要务，善和美一旦失真，

则可能变成伪善和空洞。容金珍这个人

物是虚构的，他和他的故事通过文艺作

品被人们所认同、所感动、所激励，归根

结底是因为这个故事承载着真实的历

史、真实的热爱、真实的付出。

“我们应该记住这部电影背后的英

雄，也就是我曾经的战友们。他们拥有

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迷人的才华和

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

儿。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的故事、他

们 的 情 感 、他 们 的 命 运 成 为 永 远 的 秘

密。《解密》是向他们致敬，也是对亲爱的

祖国的致敬。”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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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 5月，浙江首批 100名省级文化特派员陆续入
驻浙江乡村，服务指导乡村基层文化建设。他们中年
龄最大的 48 岁，最小的 26 岁，既有高校老师、媒体记
者，也有文艺工作者、城乡规划师等，涵盖教育、艺术、
设计、管理等多个领域。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服务周
期为 2 年，将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内，重点指导 1 个
行政村，结对 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

▲电影《解密》海报。 片方供图


